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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音乐教育中民族民间音乐的渗透 
陈晨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实验小学  山东  荣成  264309) 

摘要：乐感动人，以乐传声，借乐亦能育人。音乐的传承之路在中国的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的音乐交
流史上亦流传着千万首余音绕梁的乐曲。民族音乐作为中国音乐的一种，也需要得到传承与发扬。本文以小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
的重要性开篇，通过“一个契机”、“一个基石”与“一个保障”三个角度阐释了民族音乐对小学生音乐学习的作用，并以“三步棋”、
“三助力”提出了新课改视域下融民族音乐之水入小学音乐教学之河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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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民乐中，处处彰显着民族文化的底蕴。民族的，应该是世界

的。音乐，亦是如此。民族音乐，充满着民族色彩，代表着民族特
色，讲述着民族故事，抒发着族人心声。提及民族音乐，往往会联
想到蒙古族的“核心乐器”马头琴和四胡，联想到羌族的“千古乐
器”羌笛……这便是民族的象征与艺术的导向，也是小学音乐教师
在音乐课堂中应该逐步渗透给同学们的音乐知识与音乐文化。 

一、小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性 
（一）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契机，为传统文化的弘扬进一步

夯基助垒 
小学时期是学习音乐的“黄金期”[1]。移风或易俗，莫善于乐者。

这是孔子对音乐学习者的高度评价。在音乐的发展日益进步、逐步走
向世界的过程中，民族音乐亦不能落于其后，需要与时代音乐并轨同
行。在这一过程中，小学生应承其重，小学音乐教师亦应该承担其培
养民间音乐传承人的重任，从而真正做到让小学生在音乐课堂上以学
习民族民间音乐为契机，为传统文化的弘扬进一步夯基助垒。 

（二）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基石，为人文素养的提升进一步
奠定基础 

在新课改视域下，提升小学生的音乐素养刻不容缓，民族音乐
在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2]。小学生在音乐课堂上以学习民
族民间音乐为基石，能够为小学阶段人文素养的提升进一步奠定基
础,有利于小学生价值观的形成与优质品格的塑造。传承千载，仍旧
屹立不朽的中国民族音乐凝聚着民乐创作者的民族魂与艺术心，饱
含着独特的艺术魅力与积厚成势的文学底蕴，可以说为小学生人文
素养的提升按下了音乐“倍速键”。 

（三）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保障，为课堂内容的丰富进一步
保驾护航 

民乐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受到重视。作为中国音乐的重要乐
种之一，民乐中运载的是国之血液，注入的是国之脊髓。在小学音
乐课堂中，小学生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保障，能够为音乐课堂内
容的丰富进一步保驾护航。其具备璀璨的艺术感染力，不仅能带动
学生更多的学习动力，也能够给流行音乐大面积辐射的音乐课堂增
添一份民族感，从而丰富音乐课堂的“知识面”[3]。 

二、新课改视域下融民族音乐之水入小学音乐教学之河的
路径探析 

（一）下好“教学导入”这步“先手棋”，助力民族音乐在小
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入再获新提升 

导入环节是小学音乐课堂之“灵魂”。当下，部分小学音乐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对教学导入不够重视，其为了教学而教学，而不是
为了提升学生的课堂参与感、融入感而教学。其实，好的课堂导入
不仅能够让小学生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也能够帮助教育教学离优质
音乐课堂的实现更进一步。因此，小学音乐教师应该下好“教学导
入”这步“先手棋”，助力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
入再获新提升。以《大鼓和小鼓》为例，若干小学生在学习课程之
前，可能知道“鼓”这一乐器为何物，但是没有见过真实的“鼓体”，
因此教师在做课堂导入设计时，可以将“鼓”带到课堂，随机选择
1-2 名同学上前击鼓，这样可以使得小学生们真实地感受“鼓感”，
聆听“鼓声”，敲出“鼓韵”，如此“实物导入”远比课本上的“图
片导入”或者“文字导入”更具吸引力，更有感染力。此外，教师
也可以采取对比导入方法，民族音乐对于小学生而言可能尚有难
度，因此教师可以选取与课堂所授民乐相关的流行音乐，两者进行
对比输出，如此可以让小学生在流行与民族音乐的互通互融中接受
民族音乐，逐渐爱上民族音乐。 

（二）下好“兴趣教学”这步“动力棋”，助力民族音乐在小
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入再上新台阶 

在音乐教育教学中，以兴趣为引，往往能够事半功倍，毕竟我
们皆需承认“兴趣”是学生成才之路上的“重要指路灯”[4]。目前，
很多小学生在音乐课上难以提起兴趣，主要原因在于课堂的“无趣
性”与“固本性”，即课堂教学没有在新课改这场改革热潮中乘风
破浪，而是继续着按部就班，墨守成规式的音乐教学。因此，在小
学音乐课堂上，音乐教师应该下好“兴趣教学”这步“动力棋”，
助力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入再上新台阶。以《彩
云追月》为例，这是一个合奏类民乐表现形式。其教学难点在于缺
乏全部的乐器，难以形成合奏之势，舍弃太多的乐器让音乐仿佛失
去了歌曲和民乐演奏的“本真感”。由此，教师应该学会在课堂教
学中转劣势为优势，以提升学生兴趣为契机，培养学生自制乐器的
能力。一根筷子、一只碗尚且能奏出美妙的乐章，缺少的只是发现
更多个“筷子”和更多只“碗”的能力。故而教师应该提前为学生
准备与民族乐声类似音源的各种材料，在课上引导小学生自行搭配
自制简易的吹奏乐器、打击乐器以及弹拨乐器。最后，用学生自制
的乐器完成整体的音乐合奏。 

（三）下好“媒体融合”这步“关键棋”，助力民族音乐在小
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入再取新进步 

网络从来都是“双刃之刀”，合理使用能让小学音乐课堂教学
彰显“大作用”，不合理使用则会成为小学生“游戏生涯”的“起
始点”。对信息时代出生的小学生群体而言，其对多媒体并不陌生。
然而很多教师并未做到让“多媒体武器”在音乐课堂教学中发挥作
用。因此网络技术对民族音乐的教育教学之路益处有限。因此，为
适应新课改的新要求，小学音乐教师应该下好“媒体融合”这步“关
键棋”，助力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渗透性融入再取新进步。
比如在讲授《鸿雁》一课时，教师可以在网上下载好课程所需资源，
制成微课课件，在课堂上以静态 PPT 或者动态微视频呈现。一望而
无际的大草原、能歌善舞的蒙古人、醇香醉人的马奶酒、大小各异
的马头琴都可以作为音乐课堂的背景素材，将这些素材灵动的呈现
既可以让同学们掌握常识，也可以聚焦小学生易于走神的目光。同
时，由于一般教师没有马头琴这种乐器，因而可以在“云端”搜索
以马头琴演奏《鸿雁》这一曲目的视频，课上为同学们播放，如此
既能让同学们感受到蒙古的豪迈感，也能引导同学们在动人的“琴
声”中强化对歌曲的感知度。 

结论 
音乐教学，重在渗透，渗透过程，贵在民族民间音乐的融入。

本文以音乐的渗透性为前提，从阐述小学生学习民族民间音乐的重
要性着手，提出了三个进一步，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契机，能够
为传统文化的弘扬夯基助垒，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基石，能够为
人文素养的提升奠定基础，以学习民族民间音乐为保障，能够为课
堂内容的丰富保驾护航。并结合教学实践，下出了新课改视域下融
民族音乐之水入小学音乐教学之河路径探析的“三步棋”，以“教
学导入”为“先手棋子”，以“兴趣教学”为“动力棋子”，以“媒
体融合”为“关键棋子”，助力助力民族音乐在小学音乐教学中的
渗透性融入再获新提升、再上新台阶、再取新进步，切实为音乐课
堂插上民乐的融合“羽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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